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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企业文化的内涵

企业文化出现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, 在其概念和理论的形成过

程中 , 出现了众说纷纭的现象。我们在国内外学者观念的基础上 , 可以

对企业文化做如下定义: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创造的具

有自身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, 即企业物质文化、行为文

化、制度文化、精神文化的总和。企业精神文化在整个企业文化体系中

处于核心地位 , 是制度文化、行为文化、物质文化之源 , 包括企业价值

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使命、企业精神、企业宗旨、企业作风等。企业

制度文化是指企业中的各项“正式制度”, 是企业精神文化的具体化。

企业行为文化包括企业家行为、企业模范人物行为、企业普通员工行

为等 , 大体上包含仪容仪表、岗位纪律、工作程序、待人接物、素质修养

等。企业物质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生产的产品、所提供的服务和企业的

生产环境、企业建筑、企业广告、产品包装与设计。

二、企业文化的重要性

企业文化的功能决定了它对企业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。具体说

来 , 它具有以下功能:

第一 , 导向指引功能。企业文化以概括、精粹、富有哲理性的语言

明示着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, 而且使员工自觉地把行为统一到企业

所期望的方向上去。正如彼得斯和沃特曼所说 , 在优秀公司里 , 因为有

鲜明的指导性价值观念 , 基层的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知道自己该做

些什么。而且还能坚定企业行为方向。青岛双星集团的总裁汪海曾自

豪地说:“我们不怕困难 , 不怕挑战 , 我们经常讲危机 , 经常讲缺点。因

为我们相信 ,“双星”精神会激励我们战胜危机 , 克服困难”。

第二 , 激励和凝聚功能。企业文化能激发员工的主体意识 , 从根本

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例如 , 美国波音公司把“我们每一个人

都代表公司“作为企业精神来激励员工的主体意识。好的企业文化还

可以使人们心往一处向想 , 劲往一处使 , 成为具有共识、同感的人群结

合体。

第三 , 约束和调适功能。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主要是从价值观念、

道德规范上对员工进行能够软性的约束 , 它通过将企业共同价值观、

道德观向员工个人价值观、道德观内化 , 使员工在观念上确立一种内

在的自我约束的行为标准。在约束同时 , 企业文化也能调适企业员工

的文化生活 , 进行与其相适应的福利设施和文化生活环境的建设。这

样不仅极大的调动了员工的生产积极性 , 而且也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

保证。

第四 , 教育改化功能。员工的素质是企业素质的核心 , 员工素质能

否提高 ,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和条件。优秀的企业文化为

人们积极进取创造良好的学习、实践环境和条件 , 具有提高人员素质

的功能。

三、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则

第一 , 价值目标原则。即要明确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, 并由

此确立相应的价值标准、企业精神、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等。企业的价

值目标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, 在企业内部发挥着激励和凝聚的关键功

能。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泉。

第二 , 开放创新原则。即要求企业文化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。企业

文化因具有服务社会、服务消费的广泛性特点 , 必然要与其他企业、社

会环境以及广大用户发生联系 , 因此 , 企业必须坚持开放性原则 ; 同

时 , 由于各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相互比较的现实 , 在客观上又要

求企业必须有不断创新的意识。

第三 , 员工主体原则。让企业全体员工明确自己在企业文化建设

中的主体地位 , 使目标企业文化与员工现有的素质、心态相适应 , 真正

反映广大员工的心声 , 体现企业的传统特色 , 才能使企业多数员工所

认同和接受 , 才能逐渐扎根于群体意识之中。

第四 , 文化个性原则。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、经济条件和社会文

化环境中的企业文化具有很多共性的特征。但在体现共性的同时 , 企

业文化应该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, 即反映企业独有的文化信仰和追

求。具有个性才能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, 才能使目标企业文化具有强

大的生命力。

四、企业文化的建设

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 , 也是一个循环往复

不断发展完善的动态过程。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建设企业文化一

般需要以下四个步骤。

第一 , 构建相应的工作部门展开调研。企业文化建设首先要有组

织的保障 , 通常应构建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。并由此部

门深入了解该企业文化现状和企业未来地发展趋势 , 全面开展企业文

化调研工作。

第二 , 在对原有企业文化进行取舍的同时发展新文化。在第一步

调研的基础上 , 对既有文化进行认真全面的梳理。将那些符合当前和

未来发展战略要求的文化内容保留下来 , 而破除那些违背当前和未来

发展战略要求的旧文化要素 , 并提出一些符合未来企业发展战略要求

的新文化要素 , 并使企业文化呈现出科学的体系性。

第三 , 导入和实施。导入和实施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。文化

的导入和实施通常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:( 1) 积极创造适应新的企业文

化运行机制的条件。不断深化企业改革 , 强化企业管理; 加强员工的培

训 , 造就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 ; 积极开展民主管理活动 , 创造一个民主

和谐的“家庭环境”。( 2) 加强精神灌输和舆论宣传。通过对员工进行灌

输教育 , 办企业文化宣传刊物 , 开展旨在宣传企业文化的各种生产经

营活动或文娱、体育活动 , 让员工潜移默化地接受新的价值观 , 并用以

指导自己的行为。( 3) 企业文化设计后 , 企业领导者在工作实践中要积

极宣传、示范 , 身体力行 , 让员工看到企业提倡什么 , 反对什么 , 以及应

以什么样的准则和规范从事工作。( 4) 鼓励正确行为。当正确行为受到

鼓励以后 , 这种行为才能再现 , 进而成为习惯稳定下来 , 并逐渐渗透到

人们的深层观念之中。这样也给其他人树立了实际的仿效榜样 , 从而

产生模仿效应。

第四 , 巩固与完善。企业文化需要随着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发展、

内外环境的改变不断巩固、完善和发展。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文化的

演变规律相适应 , 是一个不断积累、传播、冲突、选择、整合、变革的过

程 , 循环往复 , 永无休止。企业文化建设的任务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积极

的积累、传播、充实和完善。企业领导者要依靠广大员工 , 积极推进企

业文化建设 , 及时吸引社会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精华 , 剔除本企业文

化尚存的消极成分 , 不断对现有文化进行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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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企业竞争力———建立强势
企业文化 程婷婷

厦门大学经济学院

[引 言]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, 企业间的竞争已经由简单的产品竞争向企业管理、企业文化竞争转

移。企业文化已经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, 但是仍有很多企业忽视了这方面的建设 , 从而阻碍了企业的发

展 , 本文针对这一现实问题 , 从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出发 , 对企业文化的重塑和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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